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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

　　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农业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
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矛
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近几年，我国在农业转方式、调结
构、促改革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为进一步推进农业转型升
级打下一定基础，但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要素配置不合理、
资源环境压力大、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乏力等问题仍很突出，
增加产量与提升品质、成本攀升与价格低迷、库存高企与销
售不畅、小生产与大市场、国内外价格倒挂等矛盾亟待破解。
必须顺应新形势新要求，坚持问题导向，调整工作重心，深
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
能，开创农业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
基础上，紧紧围绕市场需求变化，以增加农民收入、保障有
效供给为主要目标，以提高农业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以体
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为根本途径，优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
系、经营体系，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
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
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处理好政
府和市场关系、协调好各方面利益，面临许多重大考验。必
须直面困难和挑战，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勇于承受改革阵痛，
尽力降低改革成本，积极防范改革风险，确保粮食生产能力
不降低、农民增收势头不逆转、农村稳定不出问题。
２０１７年农业农村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

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持新
发展理念，协调推进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以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
增绿，加强科技创新引领，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加大农村改
革力度，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取得新的进展，力争农村全面小康建设迈出更大步伐。

一、优化产品产业结构，着力推进农业提质增效

１统筹调整粮经饲种植结构。按照稳粮、优经、扩饲的
要求，加快构建粮经饲协调发展的三元种植结构。粮食作物
要稳定水稻、小麦生产，确保口粮绝对安全，重点发展优质

稻米和强筋弱筋小麦，继续调减非优势区籽粒玉米，增加优
质食用大豆、薯类、杂粮杂豆等。经济作物要优化品种品质
和区域布局，巩固主产区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促进园艺
作物增值增效。饲料作物要扩大种植面积，发展青贮玉米、
苜蓿等优质牧草，大力培育现代饲草料产业体系。加快北方
农牧交错带结构调整，形成以养带种、牧林农复合、草果菜
结合的种植结构。继续开展粮改饲、粮改豆补贴试点。
２发展规模高效养殖业。稳定生猪生产，优化南方水网

地区生猪养殖区域布局，引导产能向环境容量大的地区和玉
米主产区转移。加快品种改良，大力发展牛羊等草食畜牧业。
全面振兴奶业，重点支持适度规模的家庭牧场，引导扩大生
鲜乳消费，严格执行复原乳标识制度，培育国产优质品牌。
合理确定湖泊水库等内陆水域养殖规模，推动水产养殖减量
增效。推进稻田综合种养和低洼盐碱地养殖。完善江河湖海
限捕、禁捕时限和区域，率先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实
现全面禁捕。科学有序开发滩涂资源。支持集约化海水健康
养殖，发展现代化海洋牧场，加强区域协同保护，合理控制
近海捕捞。积极发展远洋渔业。建立海洋渔业资源总量管理
制度，规范各类渔业用海活动，支持渔民减船转产。
３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实施优势特色农业提质增效

行动计划，促进杂粮杂豆、蔬菜瓜果、茶叶蚕桑、花卉苗木、
食用菌、中药材和特色养殖等产业提档升级，把地方土特产
和小品种做成带动农民增收的大产业。大力发展木本粮油等
特色经济林、珍贵树种用材林、花卉竹藤、森林食品等绿色
产业。实施森林生态标志产品建设工程。开展特色农产品标
准化生产示范，建设一批地理标志农产品和原产地保护基地。
推进区域农产品公用品牌建设，支持地方以优势企业和行业
协会为依托打造区域特色品牌，引入现代要素改造提升传统
名优品牌。
４进一步优化农业区域布局。以主体功能区规划和优势

农产品布局规划为依托，科学合理划定稻谷、小麦、玉米粮
食生产功能区和大豆、棉花、油菜籽、糖料蔗、天然橡胶等
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功能区和保护区内地块全部建档立
册、上图入库，实现信息化精准化管理。抓紧研究制定功能
区和保护区建设标准，完善激励机制和支持政策，层层落实
建设管护主体责任。制定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规划，建立
评价标准和技术支撑体系，鼓励各地争创园艺产品、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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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品、林特产品等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５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水平。坚持质量兴

农，实施农业标准化战略，突出优质、安全、绿色导向，健
全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申请 “三品一标”认证，推进农产品商标注册便利化，强化
品牌保护。引导企业争取国际有机农产品认证，加快提升国
内绿色、有机农产品认证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切实加强产地
环境保护和源头治理，推行农业良好生产规范，推广生产记
录台账制度，严格执行农业投入品生产销售使用有关规定。
深入开展农兽药残留超标特别是养殖业滥用抗生素治理，严
厉打击违禁超限量使用农兽药、非法添加和超范围超限量使
用食品添加剂等行为。健全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强化风险分级管理和属地责任，加大抽检监测力度。建立全
程可追溯、互联共享的追溯监管综合服务平台。鼓励生产经
营主体投保食品安全责任险。抓紧修订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６积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和服务主体，通过经营权流转、股份合作、代耕代种、土地
托管等多种方式，加快发展土地流转型、服务带动型等多种
形式规模经营。积极引导农民在自愿基础上，通过村组内互
换并地等方式，实现按户连片耕种。完善家庭农场认定办法，
扶持规模适度的家庭农场。加强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积
极发展生产、供销、信用 “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总结推广
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试点经验，扶持培育农机作业、农
田灌排、统防统治、烘干仓储等经营性服务组织。支持供销、
邮政、农机等系统发挥为农服务综合平台作用，促进传统农
资流通网点向现代农资综合服务商转型。鼓励地方探索土地
流转履约保证保险。研究建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评价指标体
系，引导规模经营健康发展。
７．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以规模化种养基地为基础，依

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聚集现代生产要素，建设 “生
产＋加工＋科技”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发挥技术集成、产业
融合、创业平台、核心辐射等功能作用。科学制定产业园规
划，统筹布局生产、加工、物流、研发、示范、服务等功能
板块。鼓励地方统筹使用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综合开发、
现代农业生产发展等相关项目资金，集中建设产业园基础设
施和配套服务体系。吸引龙头企业和科研机构建设运营产业
园，发展设施农业、精准农业、精深加工、现代营销，带动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生产，推
动农业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增值。鼓励农户和返乡下乡人员
通过订单农业、股份合作、入园创业就业等多种方式，参与
建设，分享收益。
８创造良好农产品国际贸易环境。统筹利用国际市场，优

化国内农产品供给结构，健全公平竞争的农产品进口市场环
境。健全农产品贸易反补贴、反倾销和保障措施法律法规，依
法对进口农产品开展贸易救济调查。鼓励扩大优势农产品出
口，加大海外推介力度。加强农业对外合作，推动农业走出
去。以 “一带一路”沿线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为重点，支持农业
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建立境外生产基地和加工、仓储物流设
施，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积极参与国际贸易
规则和国际标准的制定修订，推进农产品认证结果互认工作。

深入开展农产品反走私综合治理，实施专项打击行动。
二、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９推进农业清洁生产。深入推进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
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促进农业节本增效。建立健全化
肥农药行业生产监管及产品追溯系统，严格行业准入管理。
大力推行高效生态循环的种养模式，加快畜禽粪便集中处理，
推动规模化大型沼气健康发展。以县为单位推进农业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试点，探索建立可持续运营管理机制。鼓励各地
加大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支持力度，健全秸秆多元化利用补
贴机制。继续开展地膜清洁生产试点示范。推进国家农业可
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创建。
１０大规模实施农业节水工程。把农业节水作为方向性、

战略性大事来抓，加快完善国家支持农业节水政策体系。加
大大中型灌排骨干工程节水改造与建设力度，同步完善田间
节水设施，建设现代化灌区。大力实施区域规模化高效节水
灌溉行动，集中建成一批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稳步推进牧区
高效节水灌溉饲草料地建设，严格限制生态脆弱地区抽取地
下水灌溉人工草场。建立健全农业节水技术产品标准体系。
加快开发种类齐全、系列配套、性能可靠的节水灌溉技术和
产品，大力普及喷灌、滴灌等节水灌溉技术，加大水肥一体
化等农艺节水推广力度。全面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落实
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加快建立合理水价形成机制和节水激励
机制。全面推行用水定额管理，开展县域节水型社会建设达
标考核。实施第三次全国水资源调查评价。
１１集中治理农业环境突出问题。实施耕地、草原、河

湖休养生息规划。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深入实施土壤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继续开展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及种植结构
调整试点。扩大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试点范围。加大东北
黑土地保护支持力度。推进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合理设
定补助标准。支持地方重点开展设施农业土壤改良，增加土
壤有机质。扩大华北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范围。加快新一
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进度。上一轮退耕还林补助政策期
满后，将符合条件的退耕还生态林分别纳入中央和地方森林
生态效益补偿范围。继续实施退牧还草工程。推进北方农牧
交错带已垦草原治理。实施湿地保护修复工程。
１２加强重大生态工程建设。推进山水林田湖整体保护、

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加快构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全面推
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启动长江经济带重大生态修复工程，
把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落到实处。继续实施林业
重点生态工程，推动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建设。完善全面
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补助政策。加快推进国家公园建设。
加强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推进沙化土地封禁与修复治理。
加大野生动植物和珍稀种质资源保护力度，推进濒危野生动
植物抢救性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加强重点区域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和水生态修复治理，继续开展江河湖库水系连通工
程建设。

三、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拓展农业产业链价值链

１３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产业。充分发挥乡村各类物
质与非物质资源富集的独特优势，利用 “旅游 ＋”、 “生态
＋”等模式，推进农业、林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康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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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深度融合。丰富乡村旅游业态和产品，打造各类主题乡
村旅游目的地和精品线路，发展富有乡村特色的民宿和养生
养老基地。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创办乡村旅游合作社，或
与社会资本联办乡村旅游企业。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大力
改善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森林康养公共服务设施条件，在
重点村优先实现宽带全覆盖。完善休闲农业、乡村旅游行业
标准，建立健全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环境保护等监管规范。
支持传统村落保护，维护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整体风貌，有条
件的地区实行连片保护和适度开发。
１４推进农村电商发展。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工

流通企业与电商企业全面对接融合，推动线上线下互动发展。
加快建立健全适应农产品电商发展的标准体系。支持农产品
电商平台和乡村电商服务站点建设。推动商贸、供销、邮政、
电商互联互通，加强从村到乡镇的物流体系建设，实施快递
下乡工程。深入实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鼓励地方规
范发展电商产业园，聚集品牌推广、物流集散、人才培养、
技术支持、质量安全等功能服务。全面实施信息进村入户工
程，开展整省推进示范。完善全国农产品流通骨干网络，加
快构建公益性农产品市场体系，加强农产品产地预冷等冷链
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完善鲜活农产品直供直销体系。推
进 “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
１５加快发展现代食品产业。引导加工企业向主产区、

优势产区、产业园区集中，在优势农产品产地打造食品加工
产业集群。加大食品加工业技术改造支持力度，开发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生产加工设备。鼓励食品企业设立研发机构，
围绕 “原字号”开发市场适销对路的新产品。实施主食加工
业提升行动，积极推进传统主食工业化、规模化生产，大力
发展方便食品、休闲食品、速冻食品、马铃薯主食产品。加
强新食品原料、药食同源食品开发和应用。大力推广 “生产
基地＋中央厨房＋餐饮门店”、“生产基地 ＋加工企业 ＋商超
销售”等产销模式。加强现代生物和营养强化技术研究，挖
掘开发具有保健功能的食品。健全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
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注册备案制度。完善农产品产地初加
工补助政策。
１６培育宜居宜业特色村镇。围绕有基础、有特色、有

潜力的产业，建设一批农业文化旅游 “三位一体”、生产生
活生态同步改善、一产二产三产深度融合的特色村镇。支持
各地加强特色村镇产业支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风
貌等建设。打造 “一村一品”升级版，发展各具特色的专业
村。支持有条件的乡村建设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载体、让农
民充分参与和受益，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
体的田园综合体，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
付等渠道开展试点示范。深入实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示
范工程，支持建设一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四、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引领现代农业加快发展

１７加强农业科技研发。适应农业转方式调结构新要求，
调整农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完善国
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立一批现
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和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推进资源开
放共享与服务平台基地建设。加强农业科技基础前沿研究，

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建设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加
大实施种业自主创新重大工程和主要农作物良种联合攻关力
度，加快适宜机械化生产、优质高产多抗广适新品种选育。
加强中低产田改良、经济作物、草食畜牧业、海洋牧场、智
慧农业、农林产品精深加工、仓储物流等科技研发。加快研
发适宜丘陵山区、设施农业、畜禽水产养殖的农机装备，提
升农机核心零部件自主研发能力。支持地方开展特色优势产
业技术研发。
１８强化农业科技推广。创新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方式，

引入项目管理机制，推行政府购买服务，支持各类社会力量
广泛参与农业科技推广。鼓励地方建立农科教产学研一体化
农业技术推广联盟，支持农技推广人员与家庭农场、农民合
作社、龙头企业开展技术合作。深入推进绿色高产高效创建，
重点推广优质专用品种和节本降耗、循环利用技术模式。实
施智慧农业工程，推进农业物联网试验示范和农业装备智能
化。发展智慧气象，提高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水平。深入
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打造一批 “星创天地”。加强农村科
普公共服务建设。
１９完善农业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加快落实科技成果转

化收益、科技人员兼职取酬等制度规定。通过 “后补助”等
方式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实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培养计划，
深入推进科研成果权益改革试点。发展面向市场的新型农业
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孵化机构。完善符合农业科技创
新规律的基础研究支持方式，建立差别化农业科技评价制度。
加强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
２０提升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水平。科学制定园区规划，

突出科技创新、研发应用、试验示范、科技服务与培训等功
能，建设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科技人员创业平台、高新
技术产业孵化基地，打造现代农业创新高地。支持园区产学
研合作建立各类研发机构、测试检测中心、院士专家工作站、
技术交易机构等科研和服务平台。支持园区企业和科研机构
结合区域实际，开展特色优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和推广。
完善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办法和监测评价机制。
２１开发农村人力资源。重点围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整合各渠道培训资金资源，建立政府
主导、部门协作、统筹安排、产业带动的培训机制。探索政
府购买服务等办法，发挥企业培训主体作用，提高农民工技
能培训针对性和实效性。优化农业从业者结构，深入推进现
代青年农场主、林场主培养计划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轮训计划，探索培育农业职业经理人，培养适应现代农业发
展需要的新农民。鼓励高等学校、职业院校开设乡村规划建
设、乡村住宅设计等相关专业和课程，培养一批专业人才，
扶持一批乡村工匠。

五、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夯实农村共享发展基础

２２持续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严守耕地红线，保护优化粮食产能。全面落实永久基
本农田特殊保护政策措施，实施耕地质量保护和提升行动，持
续推进中低产田改造。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建设质量。
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将晒场、烘干、机具库棚、有机肥积造等配
套设施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范围。引导金融机构对高标准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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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提供信贷支持。允许通过土地整治增加的耕地作为占补平
衡补充耕地的指标在省域内调剂，按规定或合同约定取得指标
调剂收益。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抓紧修复水毁灾损农业设
施和水利工程，加强水利薄弱环节和 “五小水利”工程建设。
因地制宜推进平原地区农村机井油改电。
２３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专项行动，促进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
用，选择适宜模式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加大力度支持农
村环境集中连片综合治理和改厕。开展城乡垃圾乱排乱放集
中排查整治行动。实施农村新能源行动，推进光伏发电，逐
步扩大农村电力、燃气和清洁型煤供给。加快修订村庄和集
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大力推进县域乡村建设规划编制工作。
推动建筑设计下乡，开展田园建筑示范。深入开展建好、管
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工作，深化农村公路管养体制改
革，积极推进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
提升工程和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完善农村危房改
造政策，提高补助标准，集中支持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贫困残疾人家庭等重点对象。开展农村
地区枯井、河塘、饮用水、自建房、客运和校车等方面安全
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推进光纤到村建设，加快实现４Ｇ网络
农村全覆盖。推进建制村直接通邮。开展农村人居环境和美
丽宜居乡村示范创建。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统
筹实施重点文化惠民项目，完善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设施，
在农村地区深入开展送地方戏活动。支持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保护。
２４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全面落实城乡统一、

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
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水平，加快推进城乡居
民医保制度整合，推进基本医保全国联网和异地就医结算。
加强农村基层卫生人才培养。完善农村低保对象认定办法，
科学合理确定农村低保标准。扎实推进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
开发政策有效衔接，做好农村低保兜底工作。完善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筹资和保障机制。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人、
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
２５扎实推进脱贫攻坚。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各项政策

措施落地生根，确保２０１７年再脱贫１０００万人以上。深入推
进重大扶贫工程，强化脱贫攻坚支撑保障体系，统筹安排使
用扶贫资源，注重提高脱贫质量，激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积
极性主动性，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加强扶贫资金监
督管理，在所有贫困县开展涉农资金整合。严格执行脱贫攻
坚考核监督和督查巡查等制度，全面落实责任。坚决制止扶
贫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做法，不搞层层加码，严禁弄虚作假，
务求脱贫攻坚取得实效。

六、加大农村改革力度，激活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

２６深化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
革。坚持并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合理调整最低
收购价水平，形成合理比价关系。坚定推进玉米市场定价、
价补分离改革，健全生产者补贴制度，鼓励多元市场主体入
市收购，防止出现卖粮难。采取综合措施促进过腹转化、加
工转化，多渠道拓展消费需求，加快消化玉米等库存。调整

完善新疆棉花目标价格政策，改进补贴方式。调整大豆目标
价格政策。科学确定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国家储备规模，优化
中央储备粮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改革完善中央储备粮管理
体制，充分发挥政策性职能作用，严格政策性粮食监督管理，
严防跑冒滴漏，确保储存安全。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科学储粮。
２７完善农业补贴制度。进一步提高农业补贴政策的指

向性和精准性，重点补主产区、适度规模经营、农民收入、
绿色生态。深入推进农业 “三项补贴”制度改革。完善粮食
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稳定产粮大县奖励政策，调整产粮大
省奖励资金使用范围，盘活粮食风险基金。完善农机购置补
贴政策，加大对粮棉油糖和饲草料生产全程机械化所需机具
的补贴力度。深入实施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
健全林业补贴政策，扩大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实施范围。
２８改革财政支农投入机制。坚持把农业农村作为财政

支出的优先保障领域，确保农业农村投入适度增加，着力优
化投入结构，创新使用方式，提升支农效能。固定资产投资
继续向农业农村倾斜。发挥规划统筹引领作用，多层次多形
式推进涉农资金整合。推进专项转移支付预算编制环节源头
整合改革，探索实行 “大专项＋任务清单”管理方式。创新
财政资金使用方式，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实行以奖代
补和贴息，支持建立担保机制，鼓励地方建立风险补偿基金，
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更多投向农业农村。建立健全全国农业
信贷担保体系，推进省级信贷担保机构向市县延伸，支持有
条件的市县尽快建立担保机构，实现实质性运营。拓宽农业
农村基础设施投融资渠道，支持社会资本以特许经营、参股
控股等方式参与农林水利、农垦等项目建设运营。鼓励地方
政府和社会资本设立各类农业农村发展投资基金。加大地方
政府债券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在符合有关法律和规
定的前提下，探索以市场化方式筹集资金，用于农业农村建
设。研究制定引导和规范工商资本投资农业农村的具体意见。
对各级财政支持的各类小型项目，优先安排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农民合作组织等作为建设管护主体，强化农民参与和全
程监督。
２９加快农村金融创新。强化激励约束机制，确保 “三

农”贷款投放持续增长。支持金融机构增加县域网点，适当
下放县域分支机构业务审批权限。对涉农业务较多的金融机
构，进一步完善差别化考核办法。落实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
策。支持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等农村中
小金融机构立足县域，加大服务 “三农”力度，健全内部控
制和风险管理制度。规范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严格落实
监管主体和责任。开展农民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试点，鼓励
发展农业互助保险。支持国家开发银行创新信贷投放方式。
完善农业发展银行风险补偿机制和资本金补充制度，加大对
粮食多元市场主体入市收购的信贷支持力度。深化农业银行
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对达标县域机构执行优惠的存款准备
金率。加快完善邮储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运作机制，研究给
予相关优惠政策。抓紧研究制定农村信用社省联社改革方案。
优化村镇银行设立模式，提高县市覆盖面。鼓励金融机构积
极利用互联网技术，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小额存贷款、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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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和保险等金融服务。推进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创
建。支持金融机构开展适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订单融资和
应收账款融资业务。深入推进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
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探索开展大型农机具、农业生产设施
抵押贷款业务。加快农村各类资源资产权属认定，推动部门
确权信息与银行业金融机构联网共享。持续推进农业保险扩
面、增品、提标，开发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求的保险产
品，采取以奖代补方式支持地方开展特色农产品保险。鼓励
地方多渠道筹集资金，支持扩大农产品价格指数保险试点。
探索建立农产品收入保险制度。支持符合条件的涉农企业上
市融资、发行债券、兼并重组。在健全风险阻断机制前提下，
完善财政与金融支农协作模式。鼓励金融机构发行 “三农”
专项金融债。扩大银行与保险公司合作，发展保证保险贷款
产品。深入推进农产品期货、期权市场建设，积极引导涉农
企业利用期货、期权管理市场风险，稳步扩大 “保险 ＋期
货”试点。严厉打击农村非法集资和金融诈骗。积极推动农
村金融立法。
３０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

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 “三权分置”办法。加快推
进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扩大整省试点范围。统筹协调
推进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
改革试点。全面加快 “房地一体”的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
用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认真总结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
经验，在充分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防止外部资本侵占
控制的前提下，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维护农户依法取得
的宅基地占有和使用权，探索农村集体组织以出租、合作等
方式盘活利用空闲农房及宅基地，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允
许地方多渠道筹集资金，按规定用于村集体对进城落户农民
自愿退出承包地、宅基地的补偿。抓紧研究制定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相关法律，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资格。全面开
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稳妥有序、由点及面推进农村集
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确认成员身份，量化经营性
资产，保障农民集体资产权利。从实际出发探索发展集体经
济有效途径，鼓励地方开展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
变股东等改革，增强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和实力。研究制定支
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税收政策。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加快水权水市场建设，推进水资源使用权确权和进场交
易。加快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建设。
３１探索建立农业农村发展用地保障机制。优化城乡建

设用地布局，合理安排农业农村各业用地。完善新增建设用
地保障机制，将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确定一定比例用
于支持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加快编制村级土地利用规划。
在控制农村建设用地总量、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前提下，加
大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力度。允许通过村庄整治、宅基地
整理等节约的建设用地采取入股、联营等方式，重点支持乡
村休闲旅游养老等产业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严禁违法违规
开发房地产或建私人庄园会所。完善农业用地政策，积极支
持农产品冷链、初加工、休闲采摘、仓储等设施建设。改进
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办法，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责任，探索
对资源匮乏省份补充耕地实行国家统筹。

３２健全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村创业创新体制。完
善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健全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
体系，鼓励多渠道就业，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着力解
决新生代、身患职业病等农民工群体面临的突出问题。支持
进城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动现代农业和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
展。鼓励高校毕业生、企业主、农业科技人员、留学归国人
员等各类人才回乡下乡创业创新，将现代科技、生产方式和
经营模式引入农村。整合落实支持农村创业创新的市场准入、
财政税收、金融服务、用地用电、创业培训、社会保障等方
面优惠政策。鼓励各地建立返乡创业园、创业孵化基地、创
客服务平台，开设开放式服务窗口，提供一站式服务。
３３统筹推进农村各项改革。继续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

改革，增强为农服务能力。稳步推进国有林区和国有林场改
革，加快转型升级。深化农垦改革，培育具有竞争力的现代
农业企业集团。深化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全面推
行河长制，确保２０１８年年底前全面建立省市县乡四级河长体
系。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继续加强农村改革试验区和国
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工作。开展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尊
重农民实践创造，鼓励基层先行先试，完善激励机制和容错
机制。加强对农村各类改革试点试验的指导督查，及时总结
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推动相关政策出台和法律法规修改，为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法治保障。扎实做好第三次
全国农业普查工作。

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始终坚持把解决好 “三农”问题作
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不动摇，重农强农调子不能变、力度不
能减，切实把认识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农业
农村工作的重心转移到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来，落
实到政策制定、工作部署、财力投放、干部配备等各个方面。
要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切实增强 “四个意
识”，将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农村基层，严格落实农村基
层党建工作责任制，坚持整乡推进、整县提升，切实加强农
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规范农村基层党组织生活，持续整
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选好管好用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
实行村党组织书记县级备案管理，强化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
障，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扎实推进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工
作，充分发挥村党组织第一书记的重要作用。县乡纪委要把
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主要工作任务。
加强农民负担监管。完善村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有效实现
形式，加强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健全务实管用的村务监督
机制，开展以村民小组、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
工作。深化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培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相契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优良家风、文明乡
风和新乡贤文化。提升农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加强
农村移风易俗工作，引导群众抵制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人情
债等陈规陋习。强化农村社会治安管理、法律宣传教育服务
和信访工作。加大 “三农”工作宣传力度，为农村改革发展
稳定营造良好氛围。

让我们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锐意进取，攻坚克难，扎实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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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重磅文件出炉！２０１７年中央一号文件
明确供销社四项任务

　　春节刚过，２０１７年首个中央重磅文件正式发布。
备受关注的２０１７年中央一号文件昨晚发布全文，这

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第１４个关注 “三农”的一号文件。

这份题为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
见》的文件锁定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 “优化
产品产业结构，着力推进农业提质增效”、 “推行绿色
生产方式，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壮大新产业
新业态，拓展农业产业链价值链”、 “强化科技创新驱
动，引领现代农业加快发展”、 “补齐农业农村短板，
夯实农村共享发展基础”、 “加大农村改革力度，激活
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等方面的工作进行部署。

值得供销合作社系统关注的是

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有４处提到了供销
社，明确了综合改革、 “三位一体”、为农综合服务、
电子商务等四项工作任务。同时，文件还对农业社会化
服务、农业科技推广、脱贫攻坚、资金互助等多项涉及
供销合作社工作范畴的任务进行了部署。

四项明确任务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题，在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的相关
部署中明确提出了供销社的工作任务。

工作任务

“三位一体”综合合作

文件明确提出，加强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积极
发展生产、供销、信用 “三位一体”综合合作。

相关部署

总社六届四次理事会议在部署今年重点工作时指
出，加快发展生产、供销、信用 “三位一体”综合合
作。要深入研究 “三位一体”建设的改革实践，总结
推广切合不同地区实际的经验和做法。要加强与农民合
作社、农村信用合作机构、涉农企事业单位等联合合
作，汇聚服务资源，打造农村合作经济升级版和为农服
务大平台。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适合本地实际、各
具特色的 “三位一体”服务模式。适时召开全系统现
场经验交流会。

工作任务

为农综合服务

文件明确提出，支持供销、邮政、农机等系统发挥

为农服务综合平台作用，促进传统农资流通网点向现代
农资综合服务商转型。

相关部署

总社六届四次理事会议在部署今年重点工作时指
出，要着力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层次和水平，创新农
业社会化服务模式，加大土地托管服务推广力度，积极
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面向农户和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创新服务供给，以社会化服务带动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加快发展。

工作任务

农村电商

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商贸、供销、邮政、电商互联
互通，加强从村到乡镇的物流体系建设，实施快递下乡
工程。

相关部署

总社六届四次理事会议在部署今年重点工作时指
出，要着力发展供销合作社电子商务，加快提升电子商
务发展水平，加快培育特色鲜明的电商核心竞争力，提
升 “供销ｅ家”的运营水平，大力推进县域电商运营
中心建设，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工作任务

综合改革

文件明确提出，继续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增
强为农服务能力。

相关部署

总社六届四次理事会议在部署今年重点工作时指
出，２０１７年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也
是全面推进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关键一年。全系统要
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引领，以优化和创新服
务供给为重点，全面深化综合改革。要继续保持定力和
韧劲，围绕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认真
总结推广综合改革试点经验，逐步稳妥推动综合改革在
面上展开，加快发展生产、供销、信用 “三位一体”
综合合作，着力抓好体制机制改革，精准发力，狠抓落
实，坚定不移把综合改革推向深入。

多项相关工作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文件提出，围绕有基础、有特色、有潜力的产业，
建设一批农业文化旅游 “三位一体”、生产生活生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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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改善、一产二产三产深度融合的特色村镇。深入实施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工程，支持建设一批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供销社工作

以社会化服务带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做好生
产环节托管服务的基础上，推动服务向加工、流通等产
业链后端延伸，逐步形成覆盖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
链条，引领农民参与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分享产业链
收益。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文件提出，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
体，通过经营权流转、股份合作、代耕代种、土地托管
等多种方式，加快发展土地流转型、服务带动型等多种
形式规模经营。

供销社工作

研究农村土地 “三权分置”带来的趋势性变化，
准确把握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等规模经营
主体的服务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服
务，不断提高供销合作社的规模化、综合性服务水平。

农业社会化服务

文件提出，总结推广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试点
经验，扶持培育农机作业、农田灌排、统防统治、烘干
仓储等经营性服务组织。

供销社工作

加大土地托管服务推广力度，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
农业社会化服务。在借鉴托管服务经验的基础上，立足
当地农业资源禀赋和供销合作社实际，培育发展合作
式、托管式、订单式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满
足不同地区不同品种的生产服务需求。

化肥农药零增长

文件提出，深入推进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开展有
机肥替代化肥试点，促进农业节本增效。

供销社工作

全系统农资企业要主动适应农业可持续发展要求，
念好 “减”字诀，控制化肥、农药等投入量，拓展延
伸服务链条，加快向农业生产经营综合服务转型。

乡村旅游

文件提出，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产业。充分发挥
乡村各类物质与非物质资源富集的独特优势，利用 “旅游
＋”、“生态＋”等模式，推进农业、林业与旅游、教育、
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创办
乡村旅游合作社，或与社会资本联办乡村旅游企业。

供销社工作

主动适应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加快延伸经
营服务链条，积极发展农村电商、休闲农业、乡村旅游
等新产业新业态，发挥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乘数效应，

不断提升农业的增值收益，真正给农民带来更多实惠。
农产品流通

文件提出，完善全国农产品流通骨干网络，加快构
建公益性农产品市场体系，加强农产品产地预冷等冷链
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完善鲜活农产品直供直销
体系。

供销社工作

加强全系统农产品流通设施建设，构建便捷高效的
农产品市场网络。总社和省级社将重点加强集散地和重
要物流节点的大型批发市场建设，县级社重点加强产地
市场和集配中心建设，城市供销社重点加强社区菜场、
生鲜超市等建设，形成布局合理、联结产地到消费终端
的农产品市场网络。同时，加强预冷储存、冷链运输、
加工配送等设施建设，提高鲜活农产品流通水平。

农业科技推广

文件提出，创新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方式，引入项
目管理机制，推行政府购买服务，支持各类社会力量广
泛参与农业科技推广。鼓励地方建立农科教产学研一体
化农业技术推广联盟，支持农技推广人员与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开展技术合作。深入推行科技特
派员制度，打造一批 “星创天地”。加强农村科普公共
服务建设。

供销社工作

全系统将依托科技服务资源，积极开展智能配肥、
良种繁育推广、先进机械应用等服务，将科技推广应用
融入服务规模化，打通科技推广 “最后一公里”。

脱贫攻坚

文件提出，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各项政策措施落地
生根，确保２０１７年再脱贫１０００万人以上。深入推进重
大扶贫工程，强化脱贫攻坚支撑保障体系，统筹安排使
用扶贫资源，注重提高脱贫质量，激发贫困人口脱贫致
富积极性主动性，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

供销社工作

全系统将积极参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立足贫困
地区特色产业，发挥供销合作社综合服务优势，引导和
带动贫困农户增收致富。

资金互助

文件提出，规范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严格落实
监管主体和责任。开展农民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试点，
鼓励发展农业互助保险。

供销社工作

全系统将规范开展资金互助合作和互助合作保险，
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政策性担保公
司，加强与商业金融机构联合合作，发展涉农普惠金融
服务，形成供销合作社实体经济与金融服务有机结合新
机制。（信息来源：新华社、中国供销合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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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中有涨！春季肥市精准解读！

　　原料支撑复肥价格走高
春节过后，万物复苏，化肥市场也延续了

上涨走势。“目前江苏地区的４５％氯基复合肥
主流出厂报价在１９００—１９５０元／吨，实际成交
价格在１８５０元／吨；４５％硫基复合肥主流报价
在２１５０元／吨，实际成交价在２０５０元／吨。价
格较春节前上涨了８０—１００元／吨。”江苏瑞和
化肥有限公司销售部部长张圣霞告诉记者，受
到原材料价格高位运行的影响，复合肥的价格
也呈现稳中上涨走势。由于复合肥企业前期的
原料库存基本已经消化完毕，节后的生产基本
上是随用随采，在低价原料消化完后，高价原
料的采购也为复合肥的价格上涨提供了支撑。
“当前江苏地区的尿素和磷铵价格依然维持涨
势，尿素的到站价在１８２０元／吨，５５％一铵的
价格也维持在２１００元／吨，合成氨的价格也已
经涨至５００元／吨，虽然钾肥价格受到青海运力
缓解的影响，价格维持平稳，但整体来看，原
料成本对复合肥的价格形成了有力支撑。”

目前各地的中小复合肥企业仍未开工生产，
这一方面是由于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的影响。
张圣霞预计，随着春耕市场的启动，国内化肥
价格仍有上涨可能。 “今年的化肥市场或许会
与往年有所不同，至少从目前来看，在４月份
之前，受到原材料价格的支撑，市场机会还是
大于风险。目前尿素的整体开工率维持在６０％
以下，由于化工产品的盈利情况要好于尿素，
所以短期内尿素的开工率不会有明显提升，这
也就决定了尿素价格在４月份之前不会出现下
跌；而磷肥方面，受到环保督察力度加强的影
响，磷肥企业的开工率也不高，如果维持目前
开工率的话，二铵的出厂价有望维持２４００元／
吨，这样就保证了复合肥价格会稳中走高。”

化肥市场也有了幸福感

２０１７年的化肥市场延续了上涨走势，这也
给农资人带来了久违的幸福感。张圣霞坦言，
在经历了长期的市场低迷后，化肥市场也在期
待中迎来了涨价，这种涨价也给市场带来了活
力。“今年的春耕行情或许还有惊喜，但究其
原因主要还是市场供应量的减少，这一方面有
市场的原因，但主要还是环保督察力度的
加强。”

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２０１６
年的化肥行业也在积极改变，以氮肥为例，不
少企业为了扭转亏损的局面，积极调整产品结
构，加大对甲醇、合成氨的生产，保证了化工
品种的盈利，也使得尿素产能维持低位，使得
尿素产品也实现了扭亏为盈。张圣霞表示，从
目前看，由于化工产品的盈利能力依然高于尿
素，所以短期内尿素的开工率不会出现明显增
加，但也应该随时关注开工率的变化。

虽然对春耕市场持相对乐观的态度，受到
零关税出口关税政策的影响，２０１７年的化肥出
口政策相对宽松，虽然从尿素来看，目前还没
有出口优势，但磷肥的出口情况还是有可能出
现改观。总体看，由于整体环境的改善，不但
２０１７年的春耕市场值得期待，今年一整年的市
场仍是有机会的。

张圣霞特别强调，虽然化肥行业的整体环
境有所改善，但也应该注意到农产品价格的低
位运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种植积极
性。“虽然小麦、水稻价格维持相对稳定，但玉
米价格大幅下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
种植信心；另外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由于种植
大户不赚钱，也影响了经销商的收款，这些现
象依然时有发生，都或多或少对化肥市场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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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积极的影响。张圣霞谨慎表示，５月份化肥
市场还是存在一定变数。随着天气的回暖，社
会对煤炭的需求量会降低，这是否会引起尿素
价格的松动还是值得警惕的，如果尿素的开工
率回升，价格出现下跌，将会影响到整体化肥

市场的走势，所以市场应该重点关注环保的督
察力度，如果山东、河北等地的环保督察维持
紧张局势，尿素的价格有望维持高位运行，化
肥的整体价格在春耕市场后也不会出现较大幅
度的波动。（中国农资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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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肥需求逐渐启动

　　今年春节到来的较早，２月初也已经早早
的立春，立春节气过后，各地气温回升、万物
复苏生机勃勃，但 “春城百卉绿间红，北国万
枝素裹绒”，北方的春天似乎总要比南方的春
天晚来一些。而复合肥需求也正是如此，因尚
处在正月之中，需求的启动仍较为缓慢，但整
体来看南方以及中原部分地区的需求已逐渐启
动，而东北地区的化肥需求也处于逐渐复苏的
状态。

南方多地需求逐渐启动：３、４月份南方地
区的水果、蔬菜等经济作物进入追肥阶段，近
期年前冬储备肥量较少的经销商已陆续开始
补货，各地的交投情况出现了一定的好转。而
目前下游农民也提前为小麦、水稻、玉米等大
田作物采购肥料，避免在需求到来之际出现
大面积需求紧张的情况。受此影响，南方地区
的复合肥企业虽仍以发运年前订单为主，但
近期新单签订也逐渐有所增加，春节之后少
数复合肥企业的低端报价小幅上涨３０－５０元
／吨左右。
中原地区采购量渐增：进入２月底，中原

地区的小麦将开始追返青肥，近期下游的采购
量稍有增多。而多数地区的农民也开始为玉米、
花生、果树用肥需求提前准备，山东及河北地
区的高氮肥、花生肥及平衡肥的采购量逐渐增
多。但春节放假前夕，多数企业已经上调报价，

目前仍需观望市场的接受情况，而近期个别企
业为了刺激下游的采购积极性，提前占领夏季
市场，现已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个别高端价
格明稳暗降。

东北地区启动仍较缓慢：受玉米收购价格
低迷以及种植结构调整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２０１６年东北地区的冬储需求一再推迟，据中国
化肥网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为止下游到
货量约为３－５成，近期吉林、辽宁等地的发运
量有所增多，而黑龙江地区的需求启动仍较缓
慢。但有所好转的是，元宵节过后一些固定客
户开始采购肥料，而各个市、县的终端询价情
况也稍有增多。目前东北地区复合肥的主流报
价仍不甚明朗，少数企业的年前原料储备量较
大，仅个别掺混肥企业的报价有所上调。

综合来看，进入２月中下旬各地的复合肥
需求已逐渐启动，部分市场人士分析，考虑
２０１６年的复合肥冬储情况，预计部分地区的复
合肥需求将在１个月之内集中释放，届时可能
会出现供应紧张、价格上涨的局面，而其他市
场人士仍对后期的复合肥需求持悲观预期。但
整体来看，目前氮、磷、钾等原料价格仍处于
高位，短期内复合肥价格的原料支撑力度仍较
强，预计随着各地需求的陆续启动，复合肥价
格将以稳为主，上下窄幅波动的情况也不可避
免。（中国化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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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耕化肥供应无大碍

　　有些人担心，今年春耕市场化肥供应比较紧张，市
场会出现缺货现象。主要原因是去年化肥价格过低，化
肥产量出现了近年来最大幅度的下降。产量下降肯定会
影响化肥供应，但由于去年出口也出现了较大幅度下
降，两者相抵，市场供应总量相差不大，今年春耕化肥
供应无虞。

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化肥 （折纯量）产量 ７００５万
吨，同比降 ４８％；其中，氮肥、磷肥分别降 ７９％和
０２％，钾肥增长８４％。

据国家海关统计，去年共出口各种肥料产品２８０９万
吨，比２０１５年度减少２１５％；出口额为６６７２亿美元，
比２０１５年度减少３９５％。

从具体品种看，氮肥被认为是最可能出问题的品种，
因为氮肥产量下降幅度最大。不过，由于去年尿素出口量
下降幅度也很大，同比下降３５５％，相当于国内市场供
给增加了４８８万吨；再加之随着尿素价格上涨，前期亏损
的不少尿素厂家恢复生产，目前尿素开工率已提升至

６０％左右，而前期最低时仅为４５％，预计后期尿素开工
率将进一步提高，春耕尿素供应不成问题。

磷肥产量下降幅度并不大，仅为０２％，而一铵出口
量减少７２万吨，二铵出口量减少１２２万吨，重钙出口量
减少１９万吨，磷肥整体供给量较去年春耕有所增加。

钾肥是唯一产量增长的品种，增幅达８４％，加之去
年钾肥进口量也不低，共进口氯化钾６８２万吨、硫酸钾
５２万吨，春耕钾肥供应也很充裕。

市场方面也在担心，２０１７年化肥出口关税下调幅度
较大，氮肥和磷肥全部降为零关税，这是否会影响到春耕
供应？从目前来看，这种担心有些多余。虽然关税下调
了，但由于出口价格低于国内价格，企业出口积极性不
高，并没有带来出口量的增加，反而是出口量在下降。从
１月份的出口数据可看出，今年１月共出口化肥１１２万
吨，同比大降５３２％；出口金额２３１亿美元，同比减少
６１４％。预计今年前４个月中国化肥出口量都不会太大，
不会影响春耕供给。（农资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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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２月１５日至３月１５日，环境保护部将会同有关省
份，赴京津冀及周边１８个城市，开展２０１７年第一 季度
空气质量专项督查。

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治霾压力仍较大的情下

２０１７年的治理措施将进一步加码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是大气污染最重的区域，从２０１６

年１０月以来，该区域已经历过多次大面积的重污染天气
过程，一些城市甚至出现了空气质量指数 “爆表”的情
况。从该区域ＰＭ２５的来源看，钢铁、电解铝、化工等
企业排放依旧是主要贡献者，在区域内各地最高级别的重
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中，对于这类企业基本上都是采取最大
程度限产甚至是要求停产。
１８个督查城市
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石家庄、廊坊、保定、唐

山、邯郸、邢台、沧州、衡水市，山西省太原、临汾市，
山东省济南、德州市，河南省郑州、鹤壁、焦作、安
阳市。
２０１６年四季度，全国性环保突击检查导致磷肥装置

开工急剧下滑，成就了１１－１２月份持续拉升的行情，但

伴随各地检查陆续收尾，农历新年前夕，前期停车装置集
中复开，致使本就缺乏需求利好支撑的一铵市场行情出现
反转，对节后一铵价格整体回调５０元／吨左右。

整个春节期间，国内二铵市场波动不大，企业以执行
前期订单为主，待发订单充裕，受开工率较低影响，现货
偏紧。而由于国际价格上涨等利好因素影响，二铵企业挺
价心态明显，价格高位运行。年后下游询单增多，但实际
成交未有明显好转。年后，部分市场人士认为，在粮价低
迷背景下，继续上推动力不足。在磷肥市场的具体操作
上，下游二、三级经销商仍不着急出手，冷静观望为主。

国内二铵价格高位运行

国内方面，节日期间新单成交有限，市场到货以前期
订单为主，价格多维持年前价格，６４％二铵东北主流到
站报价 ２５５０－２８００元／吨，甘肃主流到站报价 ２５００－
２６００元／吨，新疆主流到站报价２６００－２８００元／吨。湖北
地区６４％二铵主流出厂报价２４００－２４５０元／吨，厂家主
发前期订单，新单成交有限。西南地区大企业开工６成左
右，６４％二铵东北主流到站价格２６５０－２８００元／吨，部
分企业有少量出口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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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二铵方面，基于前期原材料合成氨、硫磺价格
上行明显，加之化肥出口零关税影响，市场不乏拉涨之
声。湖北６４％颗粒二铵由去年 １２月初的 ２０００－２０５０
元／吨一路上行至当前的 ２３００－２３５０元／吨，涨幅高达
３００元／吨。目前个别企业仍在喊涨。市场消息显示，部
分大型二铵生产企业，前期低价待发订单可执行至２月
中下旬，且价格与目前市场意欲成交价格相差逾３００元
／吨。进入３月，基层春耕用肥才会陆续启动，届时基层
低价货源充斥，厂家如若想大幅拉涨新单成交价格，确
有难度。

出口市场表现良好

从今年１月份起，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对出口化肥
关税政策作出调整，取消氮肥、磷肥等肥料的出口关税，
并适当下调三元复合肥出口关税。此项政策对我国化肥生
产企业出口产生较为明显的提振作用。１月份，铜陵相关
企业出口化肥１５００吨，同比增长了１１倍，货值６５万美
元。同时，当月共计为出口企业节省约 １５万元的出口
关税。

据统计，１月份，铜化集团及其所属企业出口磷酸氢
二铵１０００吨、磷酸二铵５００吨。铜陵海关负责人表示，
造成１月份化肥出口量同比激增１１倍的主要原因是，为

充分享受化肥产品出口关税调整新政的 “红利”，化肥生
产企业把原计划２０１６年底出口的化肥产品，调整到２０１７
年１月份出口。同时，化肥出口关税调整，使国内企业出
口成本压力得到缓解，在国际市场行情维持不变的情况
下，出口企业获利相应增多。

与此同时，国际市场上，尤其是主要磷肥买家印度的
动向也备受关注。印度ＧＳＦＣ公司前期标购１０万吨二铵，
目前收到来自３个厂商报价，包括贵州开磷、沙特矿业公
司以及摩洛哥ＯＣＰ公司。据了解开磷公司出价３８０美元／
吨 （ＣＦＲ），沙特矿业公司出价也在 ３８０美元／吨左右
（ＣＦＲ），ＯＣＰ公司出价３８５美元／吨 （ＣＦＲ）。在同等价
格下，国内企业和国际对手谁能成功夺标，值得期待。

上周，中国厂商的二铵意向成交价格在３７０美元／吨
（ＣＦＲ）左右，但是印度当地进口商接受度不高。据了
解，印度买家的意向购买价格在 ３６０美元／吨左右
（ＣＦＲ）。而近期在新德里举行的一场行业会议上，各方
预计在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财年，印度二铵补贴标准可能会从
８９４５卢比／吨提高至９７５０卢比／吨，这是鉴于卢比贬值及
近期国际二铵价格大幅上涨等方面的因素做出的决议。从
这一层面考虑，未来一段时间内，国际二铵的价格或许将
在高位保持稳定。（农资市场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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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年初尿素行情可谓鸿运当头，价格上扬为
主；元宵节期间，尿素市场继续保持良好状态；节后农
需进展低于预期，尿素市场些许暗淡下来。当尿素经销
商还沉浸在涨价的氛围中时，谁知尿素市场却突然变
脸，似乎是发了一点 “小脾气”，局部价格开始回落，
而后便开启了下行之路，据中国化肥网统计自２月９日
至今，山东两河地区尿素价格累计回落幅度２０－１００元
／吨，经销商对此无奈的同时只能接受。关于此番尿素
行情的波动，多数经销商有些疑惑，在尿素价格上涨之
际未能瞅准时机拿货，现却已悄然回落，所以此时的经
销商应该是有点 “懵”的。

解惑一：尿素价格为何回落？

首先是尿素市场的需求不佳。农业方面多数地区春季
需求尚未启动，经销商观望气氛逐渐明显，按需少量采
购；粮食价格偏低打消了农户的种植积极性，所以农户的
心态已经发生些许变化，最大限度地节约成本或是略微转
变了种植结构，以致于终端农户仅是到用肥之际才提货；
工业方面是多行业接受新一轮的环保检查，部分化工企业
被迫限产，开工率略降，对尿素的需求减少也是意料之
中；此外部分企业因液氨价格回落，将生产重心转移至尿
素，尿素货源供应量增加，企业库存增多，产销难以
平衡。

其次是运输的好转。如新疆到甘肃多区域的汽运费下
调了１００元／吨左右，新疆地区的低价尿素外发增多，如当
地多数尿素送到甘肃酒泉地区的价格１４５０－１４６０元／吨；
再如山西地区的多数尿素主流出厂报价１６００－１６５０元／吨，
而发江苏徐州地区批发价格仅１７１０元／吨左右，据部分经
销商表示运费在７０－８０元／吨，这些低价区域的尿素无疑
拉低了尿素的主流价格。

最后尿素出口情况不佳，行情弱势逐渐明显。具体看
我国尿素离岸参考价回落，小颗粒２３５－２４５美元、落８
美元，大颗粒２５５－２６５美元、落８美元，利空国内行情。

疑惑二：怎样应对后期的尿素行情？

除了上述几方面，还有一些外力因素影响着尿素行情
走势，如东北地区因雪天影响，发运可能受限，山西、山
东地区预报有雨雪天气，所以后期尿素的走货可能会放
缓，价格也将受到影响；另外除了正在接受环保检查的区
域外，３月份西南、华中地区也将接受环保部的检查和
“回头看”复查，届时尿素及下游企业的开工率均会有改
变，价格也必定会有所调整。

综上，需提醒的是，生产厂家要根据自身接单情况及
响应环保要求随时调整开工率，或适当转产液氨，旨在避
免造成库存压力；经销商在观望的同时更要适时采购，不
要因一味观望错过提货良机。（中国化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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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走笔
雨水节气来到，各地先后进入春节后的用肥旺季，

从小麦返青肥到各类果树的追肥，大江南北一片火热
的春耕景象。综合各地信息，尿素零售价维持在１８００
～２０００元／吨左右。北方地区由于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较大，受粮价低迷的影响严重，农民用肥谨慎，经销
商对未来市场行情信心不足，而南方地区经济类作物
种植面积占比较大，而且各地根据自身特点，发展了
极具规模化优势的拳头农作物种植项目，当地种植户
凭借丰富的种植经验，管控好作物的生长周期，抓住
春节消费高峰的时机将产品推向市场，获得了丰厚的
收益，连锁带动了肥料产品特别是具有附加功能的高
效肥料的销售。综上所述，未来选择种植何种作物，
以及如何利用时间差将农产品推向市场获取最大收益，
是摆在种植户面前的重大问题。

采自全国化肥信息监测点：

浙江温州苍南县永丰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海南双美来肥料有限公司
桂林荔浦光亮农资公司
河南地平线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重诚信农资配送中心
浙江杭州临安市惠多利千洪农资店
尿素价高 随到随销
调查地点：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
采访对象：温州苍南县永丰农业生产资料有限

公司
种植信息 当地种植作物以西红柿、猕猴桃、杨

梅、茶树等经济作物为主，平原地区种植一季水稻后
轮种西红柿，每年大棚西红柿９月开始播种，上市时
间恰逢春节，价格较高，以今年为例，西红柿售价为
２６元／斤，平均亩产量达 １～１２万斤，扣除每亩
８０００元的成本，经济效益可观，目前当地用肥主要以
山区的茶树和杨梅树追肥为主。

价格信息 由于当地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占比较大，
肥料销售以高钾的有机肥和复合肥为主，有机肥主要
来自山东，复合肥以附近的湖北、安徽货源为主，其
中４８％含量的氯基复合肥 （氮磷钾比例分别为１６％
－１６％－１６％）的进价为２５００元 （吨价，下同），批
发价为２７００元。５１％含量的硫基复合肥 （氮磷钾比
例分别为１７％－１７％ －１７％）的进价为３４００元，批

发价为 ３７００～３８００元。目前当地尿素的批发价为
２０５０元，价格较高，经销商基本不存货，随到随销，
并对未来价格继续上涨感到担忧。

其他信息 目前当地的经济作物种植户已有半数以
上加入了合作社，对于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都比
较关注，经销商在此方面也予以正向引导，大力推广
能够改善土壤环境、提高农产品质量的有机肥和高钾
复合肥，而且都是各地的知名肥料品牌，种植户接受
程度较高。与此同时，当前化肥价格的持续上涨对于
大田作物种植户影响较大，由于附加值较低，严重影
响了种植户的积极性，将进一步压缩当地大田作物的
种植空间。

肥料销售稳步增长

调查地点：海南省海口市
采访对象：海南双美来肥料有限公司
种植信息 凭借优越的地理气候，当地作物种类繁

多，豆角、茄子、芒果、西瓜、哈密瓜、槟榔等多种
经济作物都有种植，收获的农产品可以反季节销往内
陆或出口港澳台地区，经济效益良好，同时各大种业
公司在当地建有育种基地，玉米、水稻等都有大面积
种植。

价格信息 当地的用肥旺季是每年的９月到来年的
４月，从９月份果蔬底肥到第二年３、４月份水稻插秧
底肥，选用优质的高端复合肥，持续近半年时间，之
后主要是追施普通复合肥。目前，当地的普通尿素批
发价为２０００元左右。高端的双酶尿素批发价约３０００
元，零售价为每吨４０００元。高端品牌４５％含量的硝
硫基双酶复合肥 （氮磷钾比例分别为 １５％ －１５％ －
１５％）的批发价为４３００元，零售价为５６００元。

其他信息 依靠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当地吸引了
大量来自山东、浙江、安徽甚至东三省的种植户前来
承包土地进行规模化种植，土地承包面积占总量的
５０％以上，亩均土地承包价格为８００～１５００元，这些
种植户带来了丰富的技术经验以及成熟的销售渠道，
对于优质高效肥料的需求量较大，而且由于选择种植
的作物种类较多，即使一两个品种的农产品价格低迷，
依然可以通过其他紧俏的农产品利润予以补充，抗风
险能力较强。通过经销商和种植户的实验，双酶类复
合肥在当地取得了良好的口碑，经销商对未来市场充
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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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肥料受宠

调查地点：广西桂林荔浦县
采访对象：桂林荔浦光亮农资公司杨光亮
种植信息 由于连续多年的行情看好，当地沙糖桔

扩大，目前全县沙糖桔种植面积达３０万亩继荔浦芋头
后的一张新名片。今年沙糖桔元／斤至春节前后最高上
涨到８５元／斤，户普遍获利丰厚，亩均收入近万元。
而当地另一知名农产品荔浦芋头由于对种植的土地情
况要求较高，而且不能重茬种植，所以即使在政府补
贴鼓励种植的情况下也是乏人问津。

价格信息 受沙糖桔种植获利丰厚的利好影响，广
大种植户对优质高端肥料的接受程度较高。目前双酶
尿素售价为４４００～４８００元，５０％含量的聚碳类硫基
复合肥 （氮磷钾比例分别为１８％ －８％ －２４％）的零
售价在６０００元左右。

其他信息 目前当地土地流转正在进行，很多外出
务工人员甚至房地产行业从业者纷纷承包土地进入沙糖
桔种植产业，山地流转费用为２００～５００元／年，优质水
田流转费用为１５００元／年。电商在当地发展过一段时间
后纷纷偃旗息鼓，因为沙糖桔种植需要比较精细的配套
农化服务管理，而远程的电商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粮价低迷用肥节省

调查地点：河南滑县
采访对象：河南地平线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种植信息 当地的大田作物有小麦、玉米、花生，

种植比例较大。另外还有部分大棚蔬菜，占总种植面
积的１５％左右，目前当地未脱粒玉米收购价格为０６
元／斤，大部分农民去年收获的玉米还有半数以上存在
家里。

价格信息 由于粮食价低农民惜售，在当前小麦返
青用肥旺季的情况下，农民对化肥价格非常敏感，通
常会选择价低而没有知名度的小品牌产品。目前当地
的普通尿素售价为１７００～１８００元，批发零售价格相
差不大，经销商基本是随到随销，不存货。双酶尿素
的批发价为３０００元左右。聚碳尿素批发价约为３６００
元。５８％含量的双酶硫基复合肥 （氮磷钾比例分别为
２６％－８％－２４％）的批发价为４０００元左右。

其他信息 当地的土地流转刚刚开始，受粮价低迷
的影响，今年承包户的收益不佳，当地大田作物种植
户承包土地面积一般在１００～３００亩，大棚蔬菜种植
户承包土地面积一般在５０～６０亩。经销商表示双酶类
肥料产品在当地已经推广２年，对大田作物的增产效
果明显，而在蔬菜类种植上增强了作物的抗冻、抗寒
性能，提升了产品品质，凡是见证过肥料功效的种植
户都表示了对双酶类产品的认可。由于近年来传统大

田作物的种植效益不佳，种植户们也开始尝试大豆、
小米等杂粮类作物的种植。

种植收益低肥料推广难

调查地点：河北沧州青县
采访对象：重诚信农资配送中心王铁山
种植信息 当地大田作物的种植为传统的小麦玉米

轮作，经济作物的种植以冷棚蔬菜瓜果为主，两者种
植比例各占五成，目前玉米籽粒收购价格为０６元／斤
左右，农民选择持货观望，而种植西瓜、大葱等的农
户今年也没有赚到钱。

价格信息 目前当地正是小麦返青追肥季节，普通
尿素批发价为１８００元，零售价每吨加价４０～６０元，
４５％含量的普通氯基复合肥 （氮磷钾比例为 ２５％ －
１４％－６％）的零售价为２７５０元。４５％含量的普通硝
硫基复合肥零 （氮磷钾比例分别为 １５％ －１５％ －
１５％）的零售价为２７００元。５１％含量的普通硝硫基
复合肥 （氮磷钾比例分别为１７％－１７％－１７％）的售
价为３２００元。价格较高的产品农民不易接受。

其他信息 由于近年种植收益不佳，当地土地流转
量不大，土地流转价格最低为２００元／亩，但依然无人
愿意承包土地，经销商感觉生意不好做，希望厂家能够
结合当地种植特点建立更多示范试验田，让农户亲身体
会优质肥料的施用效果，提升当地的农业种植水平。

土壤修复正当时

调查地点：浙江杭州临安市
采访对象：浙江杭州临安市惠多利千洪农资店
种植信息 当地种植的作物有玉米小麦等大田作

物，占比大约４０％，其他经济作物种类较多，其中最
为知名的是临安山核桃，目前当地竹笋种植规模较大，
亩产达３０００～４０００斤，目前收购为每斤１０元，最高
时可达每斤２５～２８元，效益相当可观。

价格信息 目前正是小麦、竹笋、山核桃等作物追
肥的用肥旺季，当地尿素的零售价为１８００元，双酶尿
素批发价为２８８０元。４５％含量的聚碳类硫基复合肥
（氮磷钾比例分别为１５％ －１５％ －１５％）的批发价为
３０００元，零售价为３４００元。

其他信息 由于之前竹笋种植的效益良好，种植户
每亩用肥量达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斤，导致土壤酸化严重，
已经明显影响竹笋的产量和质量，这一点在山核桃树
的种植上更为严重，甚至已经导致多年树龄的山核桃
树退化死亡。当地经销商配合农业部门已经开始进行
相应的土壤修复工作，提供含有中微量元素、微生物
菌肥、有机肥等品类搭配的套餐配方进行示范实验，
在当地已经初有成效。由于收益可观，包地费用较高，
当地的土地流转不多。（农资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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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宵节过后，中国传统节日正式结束，新
的一年工作正式拉开序幕，对于钾肥行业的精
英们来说，工作从未间断，销售一直进行。

对于氯化钾市场来说，春节过后并没有迎
来开工红。首先，港口进口钾整体成交清淡，
一方面，春节期间外地务工人员回家过节，一
部分人员选择元宵节之后才返工，甚至出了正
月才正是回归工作，所以劳务方面缺乏。另一
方面，运输发运不畅，春节期间车皮较为紧张，
最近才有所缓解。再者下游工厂开工率较低，
厂家并不着急接货，导致实际成交并不理想。
而节后各个港口到船较为集中，钾肥供应较充
足，下游工厂并不担心原料问题。

春节期间氯化钾市场平稳一段时间后，氯
化钾价格开始小幅回落，元宵节过后港口６２％
白钾小单成交在２０５０－２０６０元／吨，俄红报价
也在１９５０元／吨附近，较前期小幅下跌２０元／
吨。边贸方面２月份最新货源，中旬陆续开始
到货，贸易商报价也有所松动，其中６２％俄白
口岸报价１９００元／吨附近，俄红口岸报价１８３０
元／吨附近。国产钾相对于进口钾好些，青海盐

湖目前正在兑现前期订单，发运也较春节期间
顺畅，盐湖６０％主流到站１９５０元／吨，偏远地
区价格稍高一些。

再来看硫酸钾市场，硫酸钾价格较氯化钾
相对稳定，个别企业提高出货价格，但这次提
高价格并不是下游需求的拉动，而是让人尴尬
的副产盐酸惹的祸，目前山东、河北等地硫酸
钾厂副产酸需要贴钱外销，其中山东地区硫酸
钾企业基本要外贴钱１５０元／吨盐酸，直接导致
厂家生产成本增大。但因环保因素影响，下游
工厂开工率较低，需求盐酸量有限，多数硫酸
钾企业盐酸库存压力依然较大。目前山东５０％
粉出厂报价２５００－２５５０元／吨。

今年春耕备肥阶段，业者并不看好，一方
面，粮食价格走低，一定程度影响农民耕种的
积极性。另一方面，今年冬季偏旱，这样就会
减少对化肥的使用。作为原料的钾肥来说，需
求面拉动不足，库存大是导致市场走跌的主要
因素。小编预测，氯化钾市场价格仍会继续走
跌，２月份氯化钾市场价格并不明朗，而硫酸
钾价格企稳为主。（金银岛化肥资讯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

【上接第１５页】
响到近期的硫酸钾相对较好的行情和预期，但
在整个２０１７年依然漫长的长期走势中，有可
能成为下一次大转折的重要原因。

第三，如果上面那么说有点吓人的话，其
实简单理解也可以，就是产能过剩的硫酸钾终
于也是走上了类似尿素、磷铵的老路，庞大的
产能会在每一年年底留下或轻或重的包袱，等
到下一年要么解决，要么潜伏或更痛苦然后终
究有一年会爆发。这么说还吓人吗？其实从０７

年氮、磷变为净出口国开始，这么多年过去了，
人家不也仍会有好行情出现吗？只不过未来硫
酸钾市场的发展的过程和结果注定将像 “抢椅
子”游戏一样，有些人难免将被淘汰。

尽管我们的产能已经严重过剩，但是从产
品质量、到市场需求，包括出口抢占国际市场，
硫酸钾行业依然处在发展的黄金时期。眼下对
于每个硫酸钾厂家最迫切的问题是，要尽快找
到属于自己的 “位置”。（中国化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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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负众望”

近几日听闻尿素又掉了，比预想的时间还
要早了一点。据称河北、河南等地个别低端出
厂价已经快回到１６００元／吨，而表观报价还在
１６５０－１７００元／吨。虽说大降到之前的 １３００
元／吨以内应该是不太可能了，尤其是环保检查
压力和预计不会再拖太久的印度招标又能形成
一定的支撑，但是这明稳暗降之势还是有些吓
人的。由于预期玉米种植将大幅减少而尿素冬
储大减的东北地区，恐怕一时半刻很难有什么
令厂家满意的释放了。

难兄难弟

这几年磷酸一铵与氯化钾总能成为一对
“难兄难弟”。５５％粉状一铵各地厂家的表观出
厂报价那还叫一个高啊，一般都在１９５０－２０００
元／吨，不过年后归来开始，山东等地市场流通
的价位就只有２０５０元／吨左右，渐渐也听闻实
际上一些厂家的实际出厂价低至１８５０元／吨左
右。氯化钾在年前开始，港口市场先出现了小
落迹象，年后归来至今行情还是没有明显改善，
目前进口钾累计跌幅已经超过了５０元／吨，虽
说依然不认为会有大落，但是这样的局面还是
已稍稍超出了预期。

真的猛士

大原料里，目前只有硫酸钾小涨。２月１７
日龙头企业国投罗钾将报价再次上调了５０元／
吨，其新的主打产品５２％粉供代理的到站报价
达到２５５０元／吨，目前该公司产销运良好，还
有较多订单待执行。其实年后归来部分曼海姆
硫酸钾厂家的报价就已经小涨了５０元／吨，主
要原因在于副产品盐酸销售难、价格倒贴导致
的成本增加。近期硫酸钾总体的销售状况较一
般，罗钾此次调价后整体硫酸钾的市场价格范
围进一步缩小，行业信心也有所增强。

有消息称从２月１５日至３月１５日，环境

保护部将会同有关省份，赴京津冀及周边１８个
城市，开展２０１７年第一季度空气质量专项督
查。再想想 ３月 上 旬 的 两 会、紧 接 着 的
“３１５”和５月中旬的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盐酸的低迷，开工率的下降，还
有正常将启动的需求，这些都将对河北、山东
等地硫酸钾市场构成支撑，甚至可能辐射到其
它地区。这样一来，硫酸钾价格即便看不到大
涨，短期内至少应会保持坚挺。

结合上一篇 《硫酸钾市场的一桩悬案》的

长期观点参考

首先重新看看下面的表格，因为上次不小
心写错了一个数字，特别在此更正 （２０１４年产
量及消费量）。中肥网专业专注服务于化肥行
业的数据整理分析和行情判断指导，错误我们
会尽量避免，万一出了错我们也绝不隐瞒，将
在获知后第一时间纠正并广而告之，总之时刻
把客户利益放在首位，尽一切可能提供令广大
业内放心参考的专业数据。

中国化肥网硫酸钾历史消费数据

单位：万吨

年份 上年结转库存 产量 进口 出口 剩余库存 消费量

２０１３ ０ ２４８．２１１．４ ０．１ ０ ２５９．５

２０１４ ０ ３３０．０ ５．５ ６．３ ０ ３２９．２

２０１５ ０ ４１０．０ ４．７ ７．７ ６５ ３４２．０

２０１６ ６５ ４４０．０ ５．２ ２．７ ３０ ４７７．５７

注：库存量为粗略计算；出口量未计算１０Ｋｇ以内小包装

　　其次， “悬案”暂时恐怕解不开，因为国

际、国内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真相往往要在未

来才能大白天下。暂时建议把找不到踪影的几

十万吨硫酸钾当作是市场的一个风险因素，它

短期内不会立即现身，不会影 【下转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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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特朗普要复苏美国化肥业，直指中

国尿素出口？

《华尔街日报》近日透露，２０１６年美

国尿素总产量飙升了１０％左右，总产能提

高了２４％。

在美国尿素产量、产能双增的同时，我

国２０１６年尿素产量却减少７％，出口量更

下滑近三分之一。随着美国化肥行业急剧复

苏，未来美国很可能会减少更多中国尿素进

口，直逼中国尿素出口。而在此背后，美国

新任总统特朗普猛推的 “加强美国制造，

提升美国出口、减少进口”系列新政，或

将进一步改变中国尿素的出口格局。

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猛推新政

“加强美国制造，提升美国出口、减少进

口”。这并不是在推特 （类似微博的互联网

社交平台）上喊口号，美国的一些行业已

然开始复苏，这其中最先显现的就是美国的

化肥工业。除总统新政支持外，美国化肥工

业能复苏，很大程度上是全球能源市场趋势

造成的。

美国氮肥生产主要依靠天然气，２００７

年由于美国天然气成本变化，造成美国近

４５％的氮肥来自进口。然而，随着美国的

页岩气大规模商业化开发，引领 “页岩革

命”提高了天然气产量，降低了天然气的

成本，从而促进了美国氮肥工业的复苏。同

时，中国的氮肥生产主要使用煤炭，２０１６

年政府限制煤炭生产，煤炭供应不足，碳价

剧增，生产企业受影响。整个２０１６年，中

国尿素产量减少７％，出口量减少近三分之

一，这从一定程度上给美国氮肥工业复苏提

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据ＣＲＵ估计，在美国使用天然气生产

一吨尿素的平均成本为１３０美元。而在中

国使用无烟煤生产相同数量的尿素成本在

１８０－２１０美元之间。虽然，去年年底中国

取消了８０元／吨的尿素出口关税，但受汇率

等因素的影响，对尿素出口并无很大影响。

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６年中国

尿素出口量８８７１万吨，其中出口至美国

的数量仅约６９７万吨，较前两年１００万吨

以上的数量也有明显减少。另外，随着美国

新增尿素产能的释放，２０１９年起，美国自

产大颗粒尿素将达到７００万吨，届时只需

进口 ４４０万吨，加拿大、俄罗斯、拉丁美

洲、海湾国家货源完全可以满足，美国市场

将不再给中国尿素太多机会。

２０１６年，中国尿素市场经历了 “涨价

难、盈利难、出口难、去产能更难”，一些

产能低、效率低的企业已退出，２０１３年至

２０１６年底尿素淘汰产能约 １３００万吨。



价格信息　　　　　

２０１７年２期（总第１４０期） １７　　　

２０１７年尿素产业将继续 “去产能”，淘汰

更多落后产能，只有供求逐渐平衡，市场才

能向理想的方向发展。

二、国内尿素市场整体稳中下滑

本周国内尿素市场除西北外，其它地区

均表现出了稳中下滑迹象，其中河南、山

东、河北等地下滑较多，截止目前降幅约

３０－５０元，平均出厂报价跌至１６５０－１７００

元／吨，但值得关注的是，由于今年春季尿

素到货量比往年少，多数冬小麦返青肥结束

地区尿素价格依旧保持稳定态势，并没有往

年压价抛货。除此之外西南、华南、华东、

华中地区均有所回落，市场成交疲软，基层

零售商拿货积极性一般，农民购肥疲软，整

个流通渠道看跌情绪较重。工厂方面多根据

自己库存情况随时调整报价，就目前来看，

工厂销售压力逐渐增加，主要原因是整个行

业开工率提升所致。

三、国内一铵市场基本稳定为主

国内一铵市场稳定为主，主发前期订

单，随着春耕备肥的启动，市场成交逐步好

转中，企业库存压力不大。现湖北地区

５５％粉铵出厂报价 １９００－１９５０元／吨，

５８％粉报价２０５０元／吨，６０％粉报价２１５０

元／吨。

四、国内钾肥市场稳定

本周乌拉尔钾肥和白俄罗斯钾肥公司谈

判代表已抵达中国，但是据了解暂时并不会

进行大合同谈判。盐湖钾肥生产略有问题，

个别车间在抢修，预期价格会在本周或是下

周进行调整，发运基本上恢复正常。罗钾生

产正常，市场价格在 ２４００元／吨左右。过

后无论是从港口还是陆运，价格都有一定的

回落。纠其原因，一方面是营口港到货较去

年同期有所增加，所以陆运口岸受到一定的

冲击，而大家都在观望春季复合肥的市场情

况，因此市场暂时处于观望期，但无论是大

合同的预期价格或是市场上的库存量，都决

定钾肥的价格不会有太大的下降空间。

五、国内复合肥市场继续持稳

元宵节后国内复合肥工厂报价稳定，以

发前期订单为主，新单成交少。另外据了解

目前工厂高氮肥结束，开始生产通用型及高

磷型。市场上新货在不断发到，经销商也开

始给基层零售商送货，农民买肥积极性一

般，市场始终不温不火，走货不快。东北地

区大经销商４５％硫基复合肥送到网点２１６０

－２２００元／吨，该价格甚至低于部分工厂的

出厂价，可见市场竞争之激烈。

六、湖北地区化肥价格信息

（单位：元／吨）

序号 品　种 出厂价 零售价

１ 尿素 １７３０ １８３０

２ 一铵 （５５％粉） １９５０

３ 二铵 （６４％） ２４００

４ 加拿大进口钾肥 ２０６０ ２３６０

５ 俄罗斯进口钾肥 １９６０ ２２６０

６ 复合肥 （４５％ ＣＬ） １９５０ ２４５０

７ 复合肥 （４５％ Ｓ） ２１６０ ２６６０

（湖北农资集团办公室）



　　　　　价格信息

１８　　　 ２０１７年２期（总第１４０期）

湖北地区化肥周平均价格统计

日期：２０１７－１－１２　　　　期数：５

序号 产品名称
出厂价 批发价 零售价

平均价 最高价 最低价 平均价 最高价 最低价 平均价 最高价 最低价

１ 尿素 １，６２０９ １，７５００ １，４５００ １，７１３３ １，８０００ １，６２００ １，８７６３ ２，２０００ １，７３００

２ 碳铵 ６１９３ ６８００ ５８００ ６７７５ ７２００ ６３００ ７６１４ ８２００ ７２００

３ 普通过磷酸钙 ４２１７ ５０００ ３９００ ５１２９ ６９００ ４１００ ６１８６ ７２００ ５１００

４ 钙镁磷肥 ４９２５ ５２５０ ４６００ ６０００ ６４００ ５６００ ７４００ ７４００ ７４００

５ 国产氯化钾 ２，２５００ ２，２５００ ２，２５００ ２，３５００ ２，３５００ ２，３５００ ２，５５００ ２，５５００ ２，５５００

６ 进口氯化钾 ２，５７３３ ２，６０００ ２，５５００ ２，６５５０ ２，７２００ ２，５５００ ２，８８７５ ２，９５００ ２，８０００

７ 国产复合肥４５％（ｃｌ） ２，００５０ ２，５５００ １，８２００ ２，１５５６ ２，８０００ １，９５００ ２，３７８８ ３，０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８ 国产复合肥４５％（ｓ） ２，１９６３ ２，７０００ １，９０００ ２，３５００ ２，８５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２，６１３８ ３，２０００ ２，３８００

９ 进口复合肥４５％（ｃｌ） ３，８５００ ３，８５００ ３，８５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１０ 国产磷酸二铵６４％ ２，５５００ ２，７５００ ２，３５００ ２，７２５０ ２，９５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２，９５００ ３，２０００ ２，７０００

１１ 磷酸一铵 １，８７５０ ２，１０００ １，６５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２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日期：２０１７－１－２６　　　　期数：６

序号 产品名称
出厂价 批发价 零售价

平均价 最高价 最低价 平均价 最高价 最低价 平均价 最高价 最低价

１ 尿素 １，６５７５ １，７３００ １，５８００ １，７５７３ １，８２００ １，７０００ １，９１９７ ２，００００ １，８５００

２ 碳铵 ６４７５ ６６００ ６３００ ７１２５ ７６００ ６５００ ８１７５ ８５００ ８０００

３ 普通过磷酸钙 ４１５０ ４３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９２５ ５３００ ４１００ ６２５０ ６８００ ６０００

４ 钙镁磷肥 ４９００ ４９００ ４９００ ６６００ ６６００ ６６００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５ 国产氯化钾 ２，２０００ ２，２０００ ２，２０００ ２，３０００ ２，３５００ ２，２５００ ２，５２５０ ２，５５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６ 进口氯化钾 ２，５１６７ ２，６０００ ２，４５００ ２，６３５０ ２，７２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２，８１７４ ２，９０００ ２，６０００

７ 国产复合肥４５％（ｃｌ） ２，０９８０ ２，５５００ １，９２００ ２，２７９２ ２，８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２，５２６５ ３，００００ ２，３７９０

８ 国产复合肥４５％（ｓ） ２，２４８０ ２，７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 ２，４０４０ ２，８５００ ２，２０００ ２，７７６０ ３，２０００ ２，６０００

９ 国产磷酸二铵６４％ ２，３６６７ ２，５０００ ２，２５００ ２，５６８８ ２，７５００ ２，３５００ ２，８３７５ ３，００００ ２，６０００

１０ 进口磷酸二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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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２期（总第１４０期） １９　　　

日期：２０１７－２－１６　　　　期数：７

序号 产品名称
出厂价 批发价 零售价

平均价 最高价 最低价 平均价 最高价 最低价 平均价 最高价 最低价

１ 尿素 １，７２３３ １，８５００ １，６０００ １，８１００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０００ １，９４４４ ２，２８００ １，８４００

２ 碳铵 ６７８３ ７５００ ６３００ ７３６７ ８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８１１１ ９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３ 普通过磷酸钙 ４３１６ ５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９７８ ５６００ ４１００ ５９３３ ６８００ ５１００

４ 钙镁磷肥 ４２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５００ ５５５０ ６６００ ４５００ ６７５０ ８０００ ５５００

５ 国产氯化钾 ２，１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７０００ ２，２８３３ ２，６０００ １，９０００ ２，５５００ ２，８０００ ２，３０００

６ 进口氯化钾 ２，３６４０ ２，６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２，５２５０ ２，７２００ ２，１５００ ２，７９１０ ２，９５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７ 国产复合肥４５％（ｃｌ） １，９８６０ ２，２０００ １，８２００ ２，１３２２ ２，３０００ １，９８００ ２，３８２２ ２，８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８ 国产复合肥４５％（ｓ） ２，１０８９ ２，２５００ １，９０００ ２，２４２２ ２，４２００ ２，１３００ ２，５７７８ ２，８０００ ２，３８００

９ 进口复合肥４５％（ｓ） ２，２０００ ２，２０００ ２，２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２，６０００ ２，６０００ ２，６０００

１０ 国产磷酸二铵６４％ ２，３６６７ ２，４０００ ２，３０００ ２，５５６３ ２，７２５０ ２，４０００ ２，８３７５ ３，００００ ２，６０００

１１ 磷酸一铵 １，９２５０ ２，１０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２，０５００ ２，３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 ２，８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日期：２０１７－２－１９　　　　期数：８

序号 产品名称
出厂价 批发价 零售价

平均价 最高价 最低价 平均价 最高价 最低价 平均价 最高价 最低价

１ 尿素 １，７４７５ １，８５００ １，６０００ １，８１７８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０００ １，９４８９ ２，２８００ １，８４００

２ 碳铵 ６９３１ ８０００ ６３００ ７５５０ ８５００ ７１００ ８２５０ ９２００ ７０００

３ 普通过磷酸钙 ４４２９ ５６００ ４０００ ５１２９ ６２００ ４１００ ６２１４ ７２００ ５１００

４ 钙镁磷肥 ３５００ ３５００ ３５００ ４５００ ４５００ ４５００ ５５００ ５５００ ５５００

５ 国产氯化钾 １，９７５０ ２，２５００ １，７０００ ２，１２５０ ２，３５００ １，９０００ ２，４２５０ ２，５５００ ２，３０００

６ 进口氯化钾 ２，４５３３ ２，６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２，５６１７ ２，７２００ ２，３０００ ２，８０８３ ２，９５００ ２，６０００

７ 国产复合肥４５％（ｃｌ） ２，０５８９ ２，５５００ １，９０００ ２，２０３３ ２，８０００ ２，０８００ ２，４２７８ ３，００００ ２，２２００

８ 国产复合肥４５％（ｓ） ２，２３０６ ２，７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 ２，３６００ ２，８５００ ２，１４００ ２，６７６７ ３，２０００ ２，４５００

９ 进口复合肥４５％（ｓ） ２，２０００ ２，２０００ ２，２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２，６０００ ２，６０００ ２，６０００

１０ 国产磷酸二铵６４％ ２，４１２５ ２，５０００ ２，３０００ ２，６３７５ ２，８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 ２，８５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２，６０００

１１ 磷酸一铵 ２，００００ ２，２０００ １，７０００ ２，１５００ ２，３５００ １，８０００ ２，４３３３ ２，８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农业技术

２０　　　 ２０１７年２期（总第１４０期）

!"#$%&'()*+,

　　今天我们驱车来到了冯师傅的西红柿大棚，来到
时早有一大群菜农聚集在这里了，他们也想知道咋回
事，利用什么措施改进一下。

经过观察和了解，导致冯师傅的西红柿膨果慢转
色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土壤盐分高。盐分高，绿苔红苔多，易板结。
这样的土壤盐分导致西红柿根系差，根系差导致养分
输送慢，养分输送能力降低不足以供给西红柿膨果和
转色需要。

二、西红柿打叶过重。菜农认为，打点西红柿叶
片能让更多的阳光照射在西红柿上，利于转色，这是
非常错误的。叶片即是养分的制造者，又是养分的储
存者，属于供给果实生长的能源库。一旦叶果比失衡，
同样也会导致养分供应不足。

三、温度较低。白天温度 ２５°，夜晚温度 １０°左
右。一般西红柿生长较适宜的温度为２５一２８°之间，
西红柿膨果转色期最佳温度为２８一３０°，所以还要注
意提升一下白天温度。

四、挂果太多。一般一穗果挂果五六个，多的多
达八九个。挂果太多，果实有大有小，有果有花，大
小成熟程度不一。

应对措施如下

一、不要单一使用大量元素肥，做到大量元素和

生根相结合。亩冲１－２公斤复合微生物原液＋中氮高
钾冲施肥５一１０公斤。

二、合理疏叶，切莫打叶过度。对于植株下面的
老化叶、病叶可摘除。对于西红柿果实上下部位的健
康叶，如果确实郁闭的话，可剪短１／３一１／２。

三、合理疏花疏果。每穗果枝挂果四五个为最佳，
之后要疏除多余的小果和花朵。这样同时还要把一些
畸形、开裂等商品价值差的果实掐掉，使之果实成熟
一致，需肥一致，便于管理。

四、鉴于西红柿根系差，营养吸收供应能力下降可

采取根外施肥即叶面喷施叶面肥补充营养。根部配合浇
水每亩冲施２公斤复合微生物原液配合大量元素肥一起
冲施，健壮西红柿植株根系，预防枯萎病、青枯病、茎
基腐病等土传病害，以防加剧对膨果、转色的影响。

五、提高白天温度，在白天在 ２８°左右，夜晚不
低于１２°，增加昼夜温差，增加碳氮比。

六、注意预防病虫害，如灰霉病、叶霉病、疫病、

飞虱、蓟马等，培育健壮植株。

总之，西红柿膨果慢转色差不是单纯一种原因造
成的，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采取综合管理措
施才能凑效！（１９１农资人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

其实你并不懂 “肥害”！

　　俗话说得好，“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科学
合理施肥不仅可维持和提高菜田土壤肥力，而且还能
提高蔬菜产量、改善品质和增强抗逆性。

但是如果施用过量的话，那就是好心办坏事，严
重时会产生肥害。当然，不仅仅是过量施用，肥料的
品种、施用方法、施用时期、作物的需肥特性等方面
不注意都易产生肥害。我们先来看看肥害的种类和产
生的原因。

养分浓度过高型肥害

化学肥料或有机肥料往往一次性施用总量过多，
超过蔬菜所需量，在土壤水分不足的情况下，很容易
造成土壤盐分浓度过高。

发生原因：由于土壤中盐度过高，多数蔬菜吸收
养分和水分的功能受阻，严重的甚至发生细胞中的水
分倒流入土壤中，出现反渗透现象，导致蔬菜根部细
胞脱水产生肥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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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害症状：造成蔬菜脱水，出现烧苗、烧根、僵
苗不发、叶片畸形等现象，植株发蔫似霜冻或开水烫
过一样，轻则影响生长，严重时作物逐渐萎蔫枯死。

施肥时有３种情况易发生浓度过高型肥害。
施肥部位不当

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根系吸收能力最强的是在
根系外围的白根和根毛区。如果将速效性的化肥直接
施用于主根部位，会因土壤溶液浓度过高而烧根。

施肥量过大

施肥的量和浓度一定要把握好。上图就是由于底
肥施用过量而导致黄瓜发生肥害，大面积萎蔫。叶面
喷施时也要注意，高浓度的叶面肥会导致叶片细胞原
生质失水，出现焦边叶。

施用未腐熟的有机肥

施用有机肥可以满足植物所需的营养成分，但是
一定要施用腐熟好的，如果嫌麻烦可以用商品有机肥。
为腐熟的有机粪肥，在土中继续分解，会酸化土壤并
释放出热量，同时还能携带大量的病菌，寄生虫卵，
易导致肥害、病害一起发生。

气体毒害型肥害

主要指氨气、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气体毒害。多
数来源于肥料分解、挥发而产生。

氨气毒害

氮肥、有机肥等都会挥发出氨气，特别是在气温
低、土壤碱性的环境中更甚。当氨气浓度达到一定量
时，蔬菜地上部分会发生急性伤害，叶肉组织崩坏，
叶绿素解体，叶脉间出现点或块状黑褐色伤斑，严重
时造成全株枯死。

亚硝酸气体毒害

亚硝酸气即二氧化氮，当地温较低、土壤通透性
差时，过量施用氮肥后，氮肥硝化过程会受阻，亚硝
酸态氮在土壤中大量积累，遇上酸性土壤的话，亚硝
酸气体则会大量溢出。亚硝酸害分急性和慢性两种，
主要危害叶片。急性型：叶片上形成很多白色坏死斑
点，严重的斑点连片或枯焦。慢性型：仅叶尖或叶缘
先黄化，后向中间扩展，病部发白后干枯。

二氧化硫气体毒害

棚室内施用大量生饼肥、有机粪肥后，由于温度
较高，在腐解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硫化氢，硫化氢在空
气中进一步氧化生成二氧化硫。二氧化硫气体由气孔
进入叶片，再溶解浸润到细胞壁的水分中，使叶肉组
织失去膨压而萎蔫，产生水渍斑，最后变成白色，在
叶片上出现界限分明的点状或块状坏死斑，严重时斑

点可连接成片，造成全部叶片枯黄。
盐分积累型肥害

由于施肥量大，土壤中的一些可溶性盐分会聚
集在地表就像上图一样。地表盐分含量高，导致根
系生长严重受阻，有的地块甚至无法耕种。危害症
状主要表现为植株矮化，叶色黑绿有硬化感，心叶
卷曲，嫩叶及花萼部位有干尖现象，根变褐色以至
枯死，果实生长缓慢，受害严重的植株甚至会出现
萎蔫、枯萎。

有毒有害物质型肥害

肥料中缩二脲、游离酸、三氯乙醛 （酸）和重金
属元素含量控制不当，同样会引起蔬菜肥害。通常是
这些有害物质在植物体内累积致害，伤害根系，破坏
植物健康，就不逐一说明啦。

防治措施简述

作物肥害是可以人为控制的，只要掌握各种化肥
的性能，特点，科学施用，肥害现象是可以避免的。

●合理施肥　根据蔬菜需肥规律、土壤供肥特点
和肥料效应来施肥。施用前先测量并按浓度施用，尤
其是氮肥一次不能过多。叶面喷施浓度不宜过高。

●增施有机肥　施入土壤中的有机肥，对阳离子
具备很强的吸附能力，使之浓度不至于过高，提高土
壤养分的缓冲能力，大大减少肥害的发生，可选择优
质的海精灵生物刺激剂。注意有机粪肥料必须腐熟再
施用，尤其是禽粪要要发酵有机肥与化肥配合使用。

●增施生物菌肥　生物肥料除具有产生大量活性
物质的能力外，还具有固氮、溶磷、解钾、抑制植物
根际病原菌等功能，调节土壤微生物区系的组成，改
善土壤生态环境，减少病虫害的发生，提高蔬菜抗
逆性。

●选用正确的施肥方法　使用基肥，切勿将化肥
（特别是氮肥）撒施于土表，施肥深度以 ５～１０ｃｍ
为宜。

追肥时要与蔬菜植株保持适当的距离。一般来说，
要距蔬菜根系１０ｃｍ左右，并且要深施，追肥后要立
即覆土。土壤过于干旱时，追肥后要及时灌水，以防
发生灼根。叶面喷施肥料时，各种微量元素的适宜浓
度一 般 为 ００１％ ～０１％，大 量 元 素 为 ０３％
～１５％。
施种肥时肥料与种子不能直接接触，保持种肥异

位，且用量不可过大，也不能用碳酸氢铵、过磷酸钙、
尿素、石灰氮等化肥拌种，避免出现烧种或烧苗。（农
业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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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农资集团举办２０１７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培训会

　　２月１０日上午，湖北农资集团举办新年首

场培训会，学习贯彻２０１７年中央一号文件精

神。集团公司高管，各单位、各部门１１０余位

员工参加培训。集团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彭

光明主持会议。

此次培训公司邀请了省直机关工委党校汪

连天教授进行专题讲座。汪教授围绕当今国际

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结合当前农业农村工作实

际详细讲述了中央一号文件的内容，强调推进

农业供给侧改革、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并为农资集团在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中发挥企业自身优势、培育新产业新业态

提出了相关意见建议。整场培训会汪教授举一

反三，通过生动的语言、有趣的案例分析文件

要点、解读改革重点，现场气氛热烈。

最后，集团公司总经理彭光明做总结讲话。

他强调，一是要高度重视此次培训会内容的消

化与应用，重点关注文件中提到的土地流转、

农机推广、生态修复、绿色发展等领域，把握

趋势，寻找商机，指导自身业务工作。二是要

通过此次培训，尽快调整工作状态，以拼搏的

精神、昂扬的斗志，收心归位起好步，全力以

赴开好局。（湖北农资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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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月１９－２０日，利用春节集体回荆休假之

机，新洋丰组织全体营销 “铁军”进行了为期

两天的全员培训。

２０１６年，新洋丰对 “十三五”战略规划进

行了系统论证和编制，提出了致力于成为领先

的中国农业解决方案提供商的战略目标。站在

更高更大的发展平台上，面对更加激烈的市场

竞争，要想顺利实现战略目标，全员培训工作

特别是营销 “铁军”的培训工作是推动企业发

展的源动力。为此，公司计划通过培训全面提

升营销队伍素质和工作技能，最终打造一支爱

洋丰、懂农化、会营销的洋丰 “铁军”。

本期培训开班仪式以军队检阅的方式拉开

序幕，主要培训内容包括四大板块：一是爱洋

丰，通过呈现新洋丰优势，强化在新洋丰创业

的自豪感和使命感。二是营销技能，包括营销

工具使用、新品推广、农化服务、营销活动开

展等。三是经验分享，邀请优秀经理及业务员

做典型经验分享，好的方法相互交流、借鉴，

实例讲解，共同参与，引学员共鸣。四是团队

ＰＫ赛，增强团队凝聚力，通过团队 ＰＫ激发斗

志，刺激任务达成。 （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有

限公司）


